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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雷锋，生于1940年12月18日，家住在湖
南省湘潭专区望城县，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哥
哥、弟弟和我。我在旧社会遭受的痛苦和广大劳动
人民一样是深重的。解放后，党和英明的毛主席拯
救了我，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所要讲的也就
是我在两个不同的社会里，过着两种不同生活的
对比。黑暗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穷人只
能给富人当牛当马，过着非人的苦日子。我家祖
辈三代都是给地主做长工，维持一家半饱的生
活，我爸爸给唐地主做长工时，连一家半饱的生
活也维持不住。到了荒年腊月，好久还看不到一粒
米下锅。我哥哥常常带着我出去要饭，看到富人就
央求给点吃的，要是碰上有钱人家做喜事，就讨点
剩饭剩菜吃，看到桌上的饭菜也用手扫了起来，
装在一个要饭的破布兜里，留着下顿吃，要是离
家近一点，就送回家去，给小弟弟吃。

我妈妈怕养活不了我那幼小的弟弟，想把他
卖给有钱的人家，我爸爸心如刀割，坚决不让。
他泪汪汪地说：“我们全家死也要死在一起，决
不能把他卖了。”我爸爸被逼得没法，只好把睡
的床铺抬出去卖了，在地上砌几块土砖，取下房
门板，搭着睡觉。

我们住着一间破草房子，屋顶露着天，后墙
倒塌。要是天下雨，外面下大的，屋里就下小
的，我妈怕雨淋湿了我的脑袋，拿着一个破脸盆
罩在我的头上，又怕冻着我，拿破烂麻袋披在我
的背上。冬天冻得没法，只好拿几捆稻草，堵住
风雪，冷得实在不行了，全家人紧紧地挤在一
起，又拿上几捆稻草盖上。终年辛勤劳动，全家
五口有米不够半年吃。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残酷地
屠杀人民，地主、资本家血腥地统治、压迫和剥
削人民，劳苦人民无法生活。我爸爸参加过共产
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1945年被日本鬼子抓住，
惨遭毒打，吐血屙血而死。全家无法生活，我12
岁的哥哥到离家几百里的津市一个机械厂当徒
工，经受资本家一年左右的折磨，得了童子痨(肺
病)。一天，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轧断了手
指，资本家看他再无油水可榨，便把他赶出了工
厂。回家之后因无钱医治，死于1946年春。

我和妈弟3人，只好上街讨吃，我那幼小的
弟弟受不住那种生活的折磨，活活饿死在母亲怀
里。可恨的唐地主，逼迫我妈到他家做女工，我
也跟着去了，我妈给他家喂奶带小孩子，给小孩
洗屎洗尿，给少奶奶倒马桶。我给他家扫地，抹
桌凳。后来妈妈被唐地主强奸，我妈被逼得上天
无路，入地无门，在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自
杀。那天晚上，她泪汪汪地对我说：“苦命的孩
子，妈妈不能和你在一起了，靠天保佑，你要自
长成人。”她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披在我的身
上，叫我到六叔祖母家去睡，我走后，她就上吊
了，和我永别了！(哭声……)

我母亲死时我还只有7岁，旧社会使我无法
活下去。在那吃人的社会里，三大敌人压得我简直
没法活命，那些仇恨我一定不能忘记，我要报仇。

一个农民介绍我到地主家看猪，每天看10头
猪，要给猪洗澡，晚上没有地方睡，有时还要同
猪睡。有一天扫猪栏扫得不干净，地主卡着我的
脖子打。

过年地主吃鱼吃肉，把肉喂狗，我也想吃
点，我捡了喂狗的肉吃，被狗腿子揪着耳朵，揪
出了血，我哭了，地主把我往外面拖，不给我饭
吃。我一个同伴很同情我，但也没有办法，就装
了点猪食给我吃。

有一天是8月15日，天已经黑了，地主要我
到6里外去打酒。到酒店，店主已经睡觉了，喊
门叫不开，我就哭起来，他们才开门。我一天没
吃饭，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跌了跤，把酒也
洒了些。回来时地主还坐在床上等酒吃呢，一进
门就说我回来晚了，打了我几个耳光。又说酒不
够，问哪里去了，我说洒了点，他怪我把钱买糖
吃了，一拳就打在我的鼻子上，出血了，一脚又把
我踢在地上。当晚不给我饭吃，我没有办法，就到
屋后挖了两个地瓜吃，又被地主婆打了一顿耳光。
1947年在地主家看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
菜，煮好了正准备吃，被地主家的一只猫刮倒了，
狗又跑来吃了我的菜。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
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还骂
道：“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
个！”多亏毛奶奶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地主
把我赶出来，我没有办法，在破庙里住了几天，只
得吃野果山枣。解放后，我看了《白毛女》电影
以后，心里非常痛，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像我这样
的人很多，都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一
定革命到底，不消灭反动派决不甘心。

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地下党员彭德茂乡
长找到了我，我那时真不像样子了，头发长得很
长，身上披了一个旧麻袋。他给我洗了澡，给我
换衣服，过年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做好了菜给我
吃。我好像做梦一样，心里非常感激彭乡长，就
跪在他面前。他说，孩子，不要感谢我，是伟大
的党和毛主席救了你，要感谢党和毛主席。后来
党又送我到学校念书，老师给我和同学发了新
书，看到同学都交了费，我就去找老师说，我还
没有交费呢，老师就说这是党送你去读书，并翻
出毛主席像说，就是他老人家送你读书的，你永
远也不要忘记他老人家。所以我第一次在笔记本
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非常感谢党
和毛主席，连睡觉做梦都想见到毛主席。后来有
一个同志带我到了毛主席家乡去参观，有一个老
爷爷给我讲了毛主席的故事。毛主席热爱学习，
热爱劳动，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非常感
动，一定要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每天
功课每天都做完，星期天也不休息，晚上9点多
钟才睡，我想将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一年
级时我考了第一名，二年级也是第一名。二年级
时土改斗地主，我们乡里成立了儿童团，我参加
了，后来大家选我当团长。大人搞生产很忙，我
们儿童团就去看管地主，斗争那个姓唐的地主
时，我非常气愤，恨不得一口气要吃掉他，旧仇
都一齐涌到我的心头，母亲是在他家做女工时被
害死的，我在他家放猪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斗争
后就把他枪毙了，为我们的阶级兄弟报了仇。

我于1956年高小毕业，正是党号召大办农
业、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学生填志
愿，很多人都填志愿要入技校、高中，我就在志
愿书上写着“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时这
样填的，班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贫农的女儿愿
意回农村养猪。老师让我升学，我向学校写了决
心，要求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去建设新农村。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农村可帮助农民扫
盲，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毛
主席说有两门知识：实践知识、书本知识。我再
三保证，老师才批准我的要求。到农村几个月收
获很大，学了犁耙和许多生产知识。同我去的那
个女同学成了养猪模范，上北京见了毛主席。她
经常对我进行帮助。在农村是艰苦一些，但是想
到建设新农村，我就很乐意干了。

1956年12月调我到望城县委会工作。县委张
兴玉书记经常教育我，给我讲革命故事，买书给
我看，对我帮助很大。1957年2月，我入了团。
1958年，望城县委在团山湖创办了农场，我要求到
农场去，张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到农场以后，场
长对我很好。有一次，我同场长去开会，路上碰上
雨，一个同志借了一件雨衣给场长，他要给我穿，
我不肯，推来推去，最后俩人都有了才算作罢。我
生了一身疖子(疮)，场长把我送到医院，场长、书记
天天来看我，送东西给我，对我非常关心，我很感
动。医生叫我住一个星期医院，我住了三天，就从
窗户偷跑回来，到工地参加劳动去了。不久又调回
县委工作，县委会要建立拖拉机站，团县委号召捐
钱买拖拉机。我那月发薪29元，除了9元伙食
费，捐了20元。县委要我学开拖拉机，我又当了
望城县第一名拖拉机手，学了五个月，就毕业
了。回来时，张书记还给我戴了一朵大红花。

每天白天、黑夜，我就驾着拖拉机耕地，一天
工作10多个小时，我也不觉得累，后来粮食丰收
了，我非常高兴，原来是荒湖，现在开垦成了良田。

1958年，党发出大炼钢铁的号召。毛主席
说，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没有人民的幸福。
要有钢铁，就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那
时鞍钢到望城县招工，我再三要求，还是不同
意，我又找到张书记，才批准我。1958年11月15
日离开县委机关，不久来到鞍钢，看到大机器，
我非常高兴。到鞍钢后，人事科长找我谈话，
说：“你以前当过公务员，你还给领导当公务
员，生活会好些。”我不同意，说我不是来享受
的，是来工作的。后来，才送我到技校学习，学
了两个月回来，当了推土机手，人小机器高，我
就垫了一些被子等东西才勉强开得动。

1959年8月，鞍钢扩大焦化厂，在辽阳建厂条
件很艰苦，我要去，副厂长不让我去，在我坚决
要求下，才让我去的。那里条件很差，有些同志
不安心工作，不愿意挑大筐，不愿意盖房子，有
的说怪话。这时我想起自己是共青团员，坚决不
动摇，想起最艰苦的地方也是党最需要我的地
方，是党考验我的时候。我就向李书记表决心，
愿意干一辈子。李书记对我教育说：“干革命不
但要埋头苦干，还得懂得革命道理。”他买了一
本毛主席著作给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习毛
主席著作。前一段我只知道感谢党的恩情，埋头
苦干，自己干好了就行了，从这时起，我开始懂
得了一点道理。但开始学习碰到很多困难，有些
字不懂，看小说一样。李书记又告诉我，学习毛
主席著作要有的放矢，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学
习毛主席著作。那时盖房子是冬天，和稀泥是关
键，是最艰苦的工作。稀泥供不上，这个困难怎
么办，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
席说：“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
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
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
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得到深
刻的启发，听毛主席的话，把重担子挑起来，一
定选艰苦的工作干。我就争着去和泥，水结了
冰，和不动，我就脱掉鞋袜、赤着脚，冷得很厉
害，手脚都冻麻木了，但想到为祖国建立化工
厂，心里挺暖和的，又有两个青年和我一起干起
来，这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次收到了效果。
后来又搞技术革新，怎么搞？我又学习毛主席著
作，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
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
子，亲口吃一吃。”我就和同志们一起参加劳

动，我又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一天
晚上，我正在学《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到半夜，突然下起雨来，我跑到调度室听
说还有7200袋水泥没盖，被雨打湿就完了，心里
很着急，怎么办？我想到了向秀丽，想到了毛主
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
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
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
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这时我马上叫起20多个
青年，把自己的棉衣、被子拿去盖了。被子被打湿
了，但看到国家财产没有受损失心里很高兴。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我学习了全会文
件，自己想我为人民公社做了什么？我每天就捡
大粪积肥，一个月捡了800多斤，送到了公社，
公社要算钱，我说我没有什么礼物送公社，这些
大粪就作为我的礼物吧！

一次碰到了一个老人在冬天早晨没有穿棉
衣，我就脱了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他。毛主席说关
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我后来又送了几件衣服
给他家，我常到他家，他还要我做干崽，我很爱他
家。这是毛主席思想教导我所产生的阶级感情。

厂里开展社教以后，一次工会副主席对我
说：“工厂是集体的，你不要那么认真，要注意
身体。”那天我睡不着想不通，他是工会副主
席，为什么还这样。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谈：
“小雷，工厂大鸣大放，叫大家提意见，你要放
就放几条，过去旧社会什么东西都有卖的，有鱼
肉，现在什么也买不到。”我想在旧社会吃鱼肉
的是地主，穷人哪吃得起呢！心里对他有意见，
但是不敢对他提意见，他是工会副主席。李书记
说大鸣大放要站稳立场，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我
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就用阶
级分析的方法，对工会副主席进行了分析，看到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就将情况向李书记反映了，
李书记要我以后注意他的言行。有一次在厕所，他
又对一个新工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了很气愤，又
马上报告了党委。经过调查才知道，他是一个混进
党内的异己分子，当过土匪，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进行劳动改造。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1960年1月8日我入伍了。我到了部队，首长
把衣服、帽子给我一穿，对镜子一照，特别高
兴，不知怎么说才好。一夜没睡，感冒了，营长
半夜来查铺看我咳了几声，马上叫医生来给我看
病，并把自己的被子给我盖上，使我非常感动。
首长经常对我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
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他鼓励我做毛主席的好战
士。懂得革命道理才能当好毛主席的好战士。我
也积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挤时间学，有时晚上
学习太晚，头昏，我就洗一洗脸。我想到自己的
觉悟低，一定要好好学习，利用开饭前后，有时
连到厕所我也不放过学习，部队规定9点钟熄
灯，我就买个手电，在被子里学。我学完了毛选
一至四卷，其他政治书籍60多本。学了毛主席著
作以后，使我眼亮心宽，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怎样
活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对我帮助很大。在
学习中，我曾碰到很多困难，但我没有向困难低
头。开展军事训练，投手榴弹，我体力差，投不
远，这时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要向困
难做斗争。投手榴弹是练战斗本领，为了消灭敌
人，不练好本领怎么消灭敌人，因此我经常天没
亮就起来练手榴弹，手臂练肿了，但我从未终
止，练了一个多月，搞实弹练习时，我合格了。

(此文为雷锋忆苦思甜报告的一部分，选自
《雷锋全集》华文出版社)

南来的燕子啊！
新来的候鸟，
从北方飞到了南方。
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
闪着惊异的眼光。
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
像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
今年改变了模样？”

南来的燕子啊！
让我告诉你吧，
团山湖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是由于党的巨大的力量，
才围垦成一个新的农场。
是他们——— 农场的工人们，
用勤劳的双手，
给团山湖换上了新装。

南来的燕子啊！
也许母燕曾向你说过旧时的形象。
往日的团山湖———
湖草丛生，满目荒凉，
洪水一到，一片汪洋。
十年前有人三次收款，三饱私囊，
围垦团山湖只是一个梦想。
如今的团山湖啊———
良田万顷，满垄金黄，
微风吹过一片稻香。
新修的长堤像铁壁铜墙，
洪水已再不能称凶逞狂。
红旗插在社会主义的农场，
到处是谷满仓、鱼满舱，
祖国又添了一个“鱼米之乡”。

南来的燕子啊！
你可不用惊呆。
不是晴天里响起了春雷，
而是拖拉机在隆隆地开；
不是沟渠里的水能倒流，
而是抽水机在把积水排。
为什么草坪上格外喧腾？
那是饲养员在牧马放牛！

南来的燕子啊！
你是这样轻快地飞翔，
许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象：
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
灌溉这片肥沃的土地，
团山湖与乌山对峙，
是天生成的一幅屏障。
这景象是诗情也是画意，
活跃在这诗画般怀抱里的工人，
更是些生龙活虎般的健将。
有的是双手拿惯了锄头，
有的是才放下笔杆才放下枪。
他们豪迈地这样说：
这是一所新的国营农场，
也是一所露天工厂，
还是一个培养红透专深人才的学堂。

南来的燕子啊！
你不用再寻旧时代的屋梁，
无论你飞到哪里，
再也找不着你从前住过的地方。
去年这里是荒凉的地方，
今年变成了高大的厂房，
欢迎你到新的农场宿舍来拜访。
但得请你告诉我，
你可知道你所飞过的地方，
……
新建了多少这样的农场？

——— 于团山湖农场

雷锋的忆苦思甜报告
(1960年11月5日)

我不是个音乐家，我不会歌唱，
我也不是个作家，我更不会朗诵，可是
我的心正在燃烧，正在激荡！它已长上
了翅膀，到处的飞翔，
越过那起伏的高山峻岭，
飞过那碧波万里的海洋，
飞向那遥远的地方———

台湾，
自古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是我们最可爱的家乡。
那里有着无限的珍宝，
埋藏在那宽大的胸膛。
一片黑黝黝的森林呀，
可以盖上那千万座高大的楼房；
遍地耸立着粗壮的甘蔗，
制造出许多雪白的方糖；
那鲜嫩的乌龙茶叶，
驰名于国际市场；

那盛产菠萝和香蕉的园林啊！
吐露着扑鼻的清香；
那一年两熟的蓬莱米啊！
做起饭来焦黄喷香；
煤呀、铁呀更是不可计量……
台湾人民世世代代、子子孙孙，
热 爱 生 活 ， 热 爱 自 己 的 家 乡 。

……——— 于团山湖农场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受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成长
为一个国防军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很
难想象的。要是没有党，怎能有我的今天呢？

我从1958年起，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是与党对我的培养和我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分
不开的。几年来，虽然环境一变再变，工作担子愈
来愈重，可是我从来没间断过政治理论学习，哪怕
干了一天活很疲倦了。晚上我宁愿少睡点觉，也要
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在疲倦了，就走出去打一
盆冷水洗洗头，脑子清醒了，坐下来又看……三年
多来，我利用星期日、节假日以及出车前、饭前饭
后和业余休息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完了《毛
泽东选集》四卷，其中有些文章我读了很多遍。另
外，还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60多本政治理
论书籍。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的政治觉悟、
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懂得了毛主席说
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的共产主义精神，使我认
识到：作为一个人民战士，首先必须改造自己的

世界观，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坚定的无产
阶级立场，鲜明的人道主义观点，全心全意为广
大劳动人民服务。从此我就决心向白求恩同志学
习，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从小就生长在毛主席的故乡，经常听到老
人讲毛主席在小时候就很关心穷人、为人民做好
事的故事。又通过几年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更
加深了对毛主席的热爱。我深刻地认识到：毛主
席的伟大实践过程，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过程。这给我的启发很大，教育很深。因此，
我给自己规定：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坚决拥
护，积极去做，宁肯牺牲个人的一切。凡是对人
民不利的事，坚决不做，并进行斗争。用它当做
一个标尺，经常来衡量自己，检查自己，鞭策自
己，这样也就促使我时时刻刻想为人民做点好
事。有时我走路也想，吃饭也想，睡觉还想，看
到一个问题或一件新事也想。不让一切不利于革
命事业的个人利益、个人虚荣等等肮脏的、低级
趣味的东西来玷污自己。

几年来，我在工作上和日常生活中按照党和
毛主席的教导，不管什么工作，只要革命需要，
对人民有利的就要做好。1958年，我在鞍钢当工
人，利用新年放假期间到农村帮社员劳动，发现

一家困难户。我立刻想起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同
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
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立刻掏出了五元
钱，还脱下了自己的一套衣服送给了那家贫困户。

1959年，我在辽阳工作时，有一天晚上，突然
下着大雨，工厂运到的7200袋水泥找不到东西盖，
我立即从床上抱着自己的被子、褥子跑到工地盖
上了水泥。我的被子褥子虽然湿透了，但是国家的
财产免遭重大损失，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去年入伍后，我看到抚顺望花区新成立一个
人民公社。我真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心想：毛主
席领导全国人民搭了银桥又搭金桥。我是人民的
战士，应该做点什么呢？想起了自己几年来积存
下来的200元钱，送给公社以表自己的心意。可
是公社不肯收，经过我再三恳求，才留下了一
半。不久，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我在报上看到
毛主席派来飞机给灾区人民运送粮食和衣物的消
息，心里就想：毛主席给灾区人民送粮又送衣，
我能给灾区人民干点什么呢？想到自己还有100
元钱，就寄给了辽阳市委。

为了响应党中央“以粮为纲，大办农业”的
伟大号召，我利用今年春节的五天放假期间捡了
300斤粪肥，送给了人民公社。我虽然少看两场

电影，少玩一会，也感到高兴。特别是当我看到
社员们都穿着新衣服，敲锣打鼓扭秧歌，家家户
户放鞭炮时，我也同样感到快乐。

我看到公社里的一个医院，就想起了毛主席
的“处处关心群众”的教导，我把过春节领到的
一斤苹果送给了医院，慰问了有病的群众。有个
老太太拿着我给的苹果，泪汪汪地说：“谢谢
你，我不会忘记你呀。”我激动地说：“您老人
家不要感谢我，这是党和毛主席叫我这样做的，
您老要感谢就感谢党吧！”

几年来，每当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的时
候，也就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反之，做不
到这点，我觉得心中有愧，对不起党和毛主席。
我时时刻刻都这样想：党给我的恩情太深了，我
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我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
是党培养教育的成果。我还年幼无知，我诚恳地
请首长和战友们多指教多帮助我，使我在革命的
大家庭里不断成长，不断进步。我有决心向大家
学习，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学习毛主席的著
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忠于党忠于人
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7343部队15分队战士 雷锋
选自《雷锋全集》 华文出版社)

雷锋散文

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61年)

■ 雷锋诗歌

南来的燕子啊

(1958年8月1日)

台湾 (1958年)

■

新
书
导
读

由三联书店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共同出版的《雷
锋》，是一本由师永刚和刘琼雄编著，雷锋生前摄影师张峻任
图片主编的雷锋传记。该书汇聚了雷锋生前7位摄影师的作品，
首次完整公开雷锋的三百余张照片。书中还详细介绍了雷锋的
19张经典“摆拍”照片背后的故事；《雷锋》还收录了近年来
雷锋FLASH、潮流T恤等具有波普倾向的文化现象。三联书店
特邀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陆智昌先生担当这本书的设计师，他
把雷锋精神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视觉冲
击。（右图分别为：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留影。雷锋入伍前
留影。雷锋当年在夜校兼职语文老师时在摄影棚拍的照片。）

■ 弘扬雷锋精神特刊


	10-PDF 版面

